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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有多种范式，这取决于修辞观。“美辞观”是其中之一，它贯穿了修辞学 

发展的始终。中国自古就有美辞观，至现代修辞学建立后，美辞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美辞学理论的发展 

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古典修辞思想、英国的美文学和日本的美辞学。其中，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理论影 

响最大。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叙事范式，它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数字媒介技术发展 

的今天，美辞学的叙事范式，对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在对中国、日本和英国修辞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了美辞观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指出了美辞学在修 

辞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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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日院美辞学的渊源

关于“美辞”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 

期。老子云院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咱1]孔子说院野言 

之无文，行而不远。”[2]这种对美的追求，贯穿了中 

国古典修辞论的始终。美辞论多散落在古典的诗 

文论中，且人们对美的理解不同，论述的角度也 

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 

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 

丽。”这是把美的类型与文体及其表现风格结合 

起来论述的。至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咱3暂，则 

是从伦理，或者说从善的角度说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修辞的界定和阐释虽然多 

种多样，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是，美辞始终是其中 

的重要部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院野修 

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 

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 

力。”咱4琪实，“语词适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而 

旗帜鲜明地阐述“美辞观”的要数张弓了。20世纪

60年代初，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 

“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 

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咱5]到 

了 80年代，主张“美辞”的学者是谭永祥。他不但 

主张修辞学主要研究美辞，且排斥修辞学研究其 

他内容。因此，他的著作名称就是《汉语修辞美 

学》，[6]主要内容就是修辞格。当然，通常所谓的积 

极修辞“修辞格”是一种美，其他类型的“消极修 

辞”也是一种美。

“美辞学”一名最初来自日本，但是，“美辞” 

一词却出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也来 

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岛村泷太郎在 

其《美辞学》和《新美辞学》中明确表明，其“美辞 

学”来自曹植的《辩道论》。曹植在《辩道论》中有 

两句话:野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日本明治 

时代，关于修辞学的表述有四五种。其一是以“修 

辞”为名，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 

学纲要》、《修辞学讲话》，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 

(1898)等。其二是以“文章学”命名，比如五十岚 

力 的 《文章讲话》渊1905)、《新文章讲话》渊190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作者简介:陈汝东（1962—），山东利津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客座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修辞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

171

http://www.jhlt.net.cn


f* 馆 搞 嫂 2018.3

等。其三是以“论辩”、“雄辩”等为名，比如黑岩大 

译 述 的 《雄辩美辞法》(1882)、尾崎行雄翻译的 

《公会演说法》渊1877)等。第四，最多的，影响最大 

的，就是以“美辞学”为名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 

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 

辞论稿》、《美辞论》等。咱7暂

当然，日本“美辞学”的另一个来源则是英国 

的美文学运动。日本的“美辞学”或者说修辞学， 

与英国的美文学密切相关。明治时代，日本学者 

菊池大麓把大英百科全书中修辞学家HughBlair 

(1718—1800)的 “LecturesonRhetoricandBelles 
Lettres， 翻译成了日文《修辞及华文》。所谓“华 

文”就是“华丽、华美”的意思，也就是“美辞”。 

“belles-lettres”是法文，翻译成“美文学”或“纯文 

学”，是 18世纪英国的一项文学运动，同时也是 

一场修辞学运动。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美辞学” 

就是“Rhetoric”的意译。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 

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 

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美辞学著作。实际上，这种 

研究目的和追求，也是传统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理 

论指向。修辞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受教育 

者的文章和话语都美，都能更富有吸引力。因此， 

日本修辞学在初创时期的研究重点就是修辞格， 

也就是美化文章的方法。当然，对文体风格以及 

美学心理学也有探讨。

把“美辞学”引回到中国，并加以发扬光大 

的，是 20世纪初期的一批修辞学家及其著作，比 

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1905年）、云六 

的修辞学论文《国语修辞法述概》(1921年)、王易 

的 《修辞学》（1926年）和 《修辞学通诠》（1930 

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1年）和《新著修辞 

学》等。这些学者几乎直接模仿了岛村抱月在《新 

美辞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诸如消极修 

辞、积极修辞、语彩、想彩、主观文体、客观文体、 

平叙文和修饰文等。其中，王易进一步借鉴了“修 

辞美学”，认为修辞学即文章学，其研究属于美学 

范围。“辞之所以美者，乃从修辞现象刺激感情之 
谓也 。 ”M “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 

也。”咱10暂这些都是对岛村抱月修辞学思想的模仿 

性表述。

与中国的美辞思想不同，古希腊的修辞学是 

从实用开始的。诡辩派把修辞定义为院“修辞术是

说服的艺术。”咱11]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 

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咱12暂。他 

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 

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咱13]。古希腊时期 

的修辞学研究的主要是演讲和论辩，因此，其对 

修辞的界定重在说服、论辩。其修辞学理论体系 

的叙事，也是围绕着演讲和论辩展开的。但是，后 

世的西方修辞学，逐渐与文学融合，探讨文体风 

格。18世纪英国的修辞学研究多集中在选词择 

句、文体风格、美与审美情趣、修辞格等。咱14暂

融合与发展:美辞学叙事

如果说修辞学与美学的结合发端于英国，那 

么，把修辞学与美学正式结合而建立起“美辞学” 

理论体系，进行美辞学理论叙事的，则是日本明 

治时代的修辞学家们。这主要是高田早苗、坪内 

逍遥、岛村泷太郎等早稻田大学的修辞学家。

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应该是比较早 

地建构了美辞学理论的。该书分为前编和后编两 

部分。前编论述了美辞学的定义、美辞的范畴、美 

辞建构的方法和文体类型。他从审美心理与美学 

范畴入手，论述了“崇高”、“优美”、“可笑”(滑稽） 

等审美范畴，并对相应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进 

行了概括。所谓美辞建构的方法，也就是修辞格， 

主要有暗比、寓言、引语、易名、相换、对照、警语、 

夸言、疑问、直现、拟人、嗟叹等。高田同时论述了 

各种文体类型。所谓文体类型，实际上是中国现 

代修辞学中所说的“表现风格类型”，比如干燥 

体、素朴体、淡泊体、文雅体、华丽体、单纯体、简 

约体、蔓衍体、雄健体、软弱体等。后编论述了文 

章的种类，探讨了散文、诗歌等的结构及修辞方 

法。咱15淇后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 

稿》、《美辞论》等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至岛村泷太 

郎即岛村抱月（1871—1918)才形成了比较完善 

的美辞学理论体系。

岛村泷太郎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修辞学 

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兼作家，其代表作是《美 

辞学》和《新美辞学》。其《新美辞学》包括“绪论”、 

“修辞论”和“美论”三部分。第一编“绪论”主要阐 

述了 “美辞”的四个定义，论述了语言、辞的美、文 

章的美，阐述了美辞学的学科地位、作用，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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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美辞学的历史变迁。第二编是“修辞论”， 

主要阐述了文章中的修辞现象，也就是使辞美的 

具体方法。他是把修辞方法，特别是修辞格作为 

美辞的方法来论述的。在这一部分，他还阐述了 

文体论，也就是表现风格的类型，简洁体与蔓衍 

体、刚健体与优柔体、干燥体与华丽体。第三编， 

是“美论”，在这一部分中，岛村把美辞列入了美 

学范畴，同时阐述了美辞的心理活动，把修辞学 

中的各种修辞现象与审美心理结合了起来。

修辞论是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的主体部 

分。在这一部分，他创立了 “消极修辞”、“积极修 

辞”理论，首次提出了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阐述 

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内涵外延，同时区分了 

“语彩”和“想彩”。[1_ 据 此 ，岛村把文章划分为修 

饰文(主要用积极修辞）和平叙文(主要用消极修 

辞冤。平叙文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法多是消极 

的，属于消极修辞现象;而修饰文所使用的修辞手 

段和方法多是积极的，属于积极修辞现象。咱16]2M岛 

村把修辞现象划分为“词藻”和“文体”两个方面。 

“‘词藻’大致相当于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包括 

语音、词语和句式的运用及修辞格。‘文体’实际 

上指的是今天的表现风格类型。”[17]

岛村进一步把“词藻”区分为两个方面:外形 

上的语彩和内容上的想彩。语彩和想彩又分别包 

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语彩对应的是言 

语的妥当，“妥当”又区分为语句的纯正和精确两 

个方面。积极的语彩是指言语的表情，包括语趣 

和音调。音调又分为语势的和形式的。形式的分 

为口调和诗形。内容上的想彩也包括消极的和积 

极的两个方面。消极的是想念的明晰，包括命题 

的完备和叙次的顺正。积极的想彩是指想念的发 

展 ，包括想念的增殖一 譬喻法，想念的变 

形一 化成法，想念的排列一 布置法，和想念 

的态度一 表出法。™圆®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各 

种修辞格，也就是美辞的方法。

在岛村看来，文章和“美术”，也就是审美技 

巧和方法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文章和“美 

术”是对应的。美的建构方法包括了“素材”和“技 

巧”两个方面，这也是文章的两个重要方面。文章 

的“修辞过程”也就是美的建构方法，包括内容和 

形式两个方面。™ 204这两者都属于审美范畴。

在《新美辞学》中，岛村抱月从文章、修辞过 

程、修辞现象三个维度详细阐释了消极修辞和积

极修辞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修辞过程中，消极 

修辞现象侧重了“外形上”、“言语的妥当”和“内 

容上”、“想念的明晰”，积极修辞现象则侧重“外 

形上”、“言语的表情”和 “内容上”、“想念的发 

展”。咱员远暂圆园愿消极的修辞现象是修辞的最低标准，或 

者说是修辞现象的零状态。积极修辞，则是在想 

念的阶段加入了技巧的发展，[16]110“其方式有想念 

之增殖、想念之变形、想念之排列、想念之态度 

等。”咱员远暂207-208在形式上，积极修辞就是“利用语言 

的表现，利用语趣的背景和声音的音调”[1_苑原圆园愿。

那么，怎样来判定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呢？ 

岛村提出，标准就是看能否刺激人的感情，也就 

是审美心理。如实表露想法的修辞平淡无奇，追 

求正确、精确、完整、条理，受众无法通过修辞获 

得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感情和心理没有受到辞的 

影响，是一种“消极”修辞。而动用修辞技巧，刺激 

受众感情，对受众心理或感官产生影响，给受众 

以感动、快乐或痛苦，就是“积极”修辞。总之，其 

对修辞过程和修辞现象的阐述涉及了四个维度： 

内容、思想、语言、形式等。这实际上相当于人们 

通常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无论是积 

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都是“美辞术”。

综上所述，岛村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可以概 

括为三个方面院野第一，阐释了修辞学的性质、内 

涵和外延。……第二，阐释了修辞现象的性质，并 

对其进行了类型化和归纳。”[17]其中，两大分野是 

其修辞学贡献的标志。两大分野，既是两种修辞 

手段和方法类型，也是修辞过程中的两种使用修 

辞手段和方法的类型，同时是两种文章类型，或 

者说文体类型。此外，从受众角度看，两大分野是 

两种语词功能发生机制、机理类型。第三，也是最 

为重要的，是岛村完善了明治时代日本修辞学家 

开创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美学转向：一种对修辞学传统的误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修辞学还 

是美学，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将它们相互 

剥离，或者彼此孤立。美辞学是美学的一个重要 

方面，一个重要的分支。

有人认为，“美辞”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实这 

是一种误解。此外，有些中国的文艺理论或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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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到欧美后发现，欧美的文艺批评或者说文艺 

美学，都是在修辞学框架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惊 

呼:西方经历了文艺批评、文艺美学乃至哲学的 

修辞学转向。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没有深入研 

究欧美修辞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欧美修辞学本 

来就是那样的。即使就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史来 

说，也不存在什么转向，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论，本 

来就是修辞论，或者说修辞论本来就是文论。因 

此，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在向修辞学转向[1愿暂是 

一种错觉。

正如有人所说，“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性 

观点，是以‘美’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学作为 

艺术的一种主要形态，自然必须具备怡人情感的 

美。因此，西方的‘文学’又叫‘美文学’。”[19]而 

“美文学”就是修辞学与文学的交叉，比如加州 

大伯克利分校的修辞学系，主要就是一些研究 

文艺批评的学者，他们搞的本来就是修辞学，无 

所谓什么转向。哲学等也是如此。有的学者对此 

大惊小怪，确切说是自己的创新能力遇到了挫 

折，没必要拿“转向”说事儿。在西方修辞学中， 

没有什么转向的问题。只是欧美新修辞学在20 

世纪中叶后蓬勃发展，横扫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这些领域的学者借鉴了修辞学的理论和方 

法。

如果一定要说美学或者说文艺美学向修辞 

学转向，那么，这种转向从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 

了，比如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五十 

岚力等修辞学家的“美辞学”。这些学者充分借 

鉴、吸收了中国古典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的营 

养，创造了日本的修辞学体系一 美辞学。日本 

学者化用曹植《辩道论》中的“美辞”，把“rhetoric” 

翻译成了“美辞学”。这与当时日本的语文学运动 

有密切关系。当时，日本学者正在进行语文革命， 

美辞成了国民日语教育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 

看到了日本学者修辞学中的文体、风格以及美学 

心理学等内容。当然，日本学者也从英国美文学 

运动中汲取了营养，菊池大麓翻译的《修辞及华 

文》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英国修辞学家Adam 

Smith (1723—1790)也著有 “LecturesonRhetoric 
andBellesLettres”。[20]这些著作是英国美文学运 

动的产物，明治时期成了日本美辞学的理论来源 

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修辞学转向”，无论是其他 

学科转向修辞学，还是修辞学转向其他学科，都 

是一种错觉，本质上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中 

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0世纪80年代后，修辞学 

在语言学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新世纪 

以来，中国修辞学界与国际修辞学界的联系和交 

流日益紧密，中西修辞学学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空间也大大 

拓展。对语言学内部以及其他相邻的学科产生 

了广泛影响。一方面，修辞学领域的学者，对文 

艺修辞学的研究加强了。另一方面，文艺学、美 

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也 

加入到修辞学研究的行列中来，壮大了修辞学研 

究的队伍，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交叉学科，包括 

建筑修辞学、视觉修辞学、宗教修辞学、修辞传播 

学等等。

美辞学院全球修辞学发展中的重要叙事范式

从修辞学发展史角度看，美辞学是修辞学理 

论建构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范式。无论是从修辞 

观、修辞实践角度看，还是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及其发展历程，以及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实践功能 

角度看，无不是如此。

首先，美辞是修辞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也 

是最重要的、最显著的目标之一。随着修辞学研 

究的发展，现在人们更加重视修辞的社会交际功 

能、信息传播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忽略了 

修辞的审美功能，较之于此前纠正唯美的修辞 

观，有些矫枉过正。曾几何时，有些人只把能产生 

美感，引起审美修辞效果的现象，特别是修辞格 

看作是修辞现象，把文艺修辞，把华辞丽句，把优 

美的篇章，看作是修辞现象，其他的平淡的，不作 

为修辞。反之，只把消极的修辞现象看作修辞现 

象，也是不对的。美有多种形态，瑰丽、崇高是美， 

平实、质朴也是美。当然，在修辞过程中，那些积 

极的修辞现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说， 

美辞也是修辞实践中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辞学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叙事，它来自修辞实 

践中的美辞叙事。

其次，美辞是修辞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修 

辞观之一。在修辞学发展的历程中，美辞观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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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古典修辞思想中的风格论， 

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格论，到英国18世 

纪的美文学运动，以至于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 

学 ，中国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美辞论，都是持 

“美辞观”的，把修辞作为美化民族语言的手段， 

把美辞作为修辞，一直是一些修辞学家的基本观 

念。这成为了这些修辞学者理论叙事的重要基 

础。

再次，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叙事的重要纲 

领。在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上，把美、美辞作为理论 

体系建构的重要纲领，从 18世纪英国修辞学家 

Hugh Blair (1718—1800)所著的 “Lectureson 

RhetoricandBellesLettres”，到日本明治时代黑 

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高田早苗的 

《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和《美 

辞论》、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和《新美辞学》，再 

到 20世纪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王希杰的 

《汉语修辞学》、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无不 

是以美学、美辞作为理论叙事的纲领的。因此，可 

以说，美辞理论始终贯穿于修辞学理论发展的始 

终，一直是修辞学理论叙事的重要纲领之一。

最后，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实践功能的最 

重要方面之一，特别是艺术修辞学，或者说文艺 

修辞学。美辞学的最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是美 

化语言，更重要的是指导文艺创作，为文艺理念 

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美学家，或者说文艺理论 

家从修辞学发现了灵感，找到了理论拓展的机 

遇。不仅如此，作为美辞学的修辞学为许多学科 

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此外，在语言实践层 

面，美辞学理论为语言的美化，为生活披上了华 

丽的衣装，成为修辞实践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美辞学理论从古典时期的发端， 

到 20世纪的发展繁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全球 

化过程。它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从中国古代的 

老子、孔子的“美言”、“言文”思想，到 18世纪欧 

洲的美文学运动，再到明治时代的日本、20世纪 

中国的美辞学，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修辞学美辞 

化叙事的全球化过程。我们认为，美辞学或者说 

从美学角度进行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依然是 

现今修辞学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重要范式之一。当 

然，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修辞学的理论叙事 

应该怎样开展，它应该沿着怎样的路线发展，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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